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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人類進行群體性文明活動的組織形式，社團

在澳門的歷史源遠流長，從神緣組織（廟宇）到世俗

性慈善組織，再從職業性社團到知識性社團，澳門社

團形成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軌跡。

結社起源及其近代變遷（古代 –1912 年）

民間組織的起源：宗教信仰組織

澳門早期居民以漁民為主體，由於漁業生產的海

外作業具有一定的風險性，為求主觀上減輕海上風險

的不可預知性，神靈媽祖成為漁民們共同的信仰紐帶

和精神寄託。據統計，自明代以來，連同媽閣廟和娘

媽新廟（蓮峰廟）在內，整個澳門地區境內共有近十

處媽祖行宮。媽閣廟位於半島西南端，是最早的華人

市區形成的地方。葡人入澳也自媽閣廟下船，逐步向

半島內深入。因此，媽閣廟是華人社區與葡人社區的

共同起點。位於澳門半島北部的蓮峰廟初名天妃廟，

相傳本是順德縣龍涌杜氏鄉人的旅澳廢祠，後捐出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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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性組織——會館的興起

進入 19世紀之後，長期以來支撐葡商進行轉口

貿易的特惠條件逐漸喪失，華商力量起而取代葡商，

成為澳門經濟的主體。近代澳門華商是一個具有特殊

群體利益的階層，組織社團成為他們保護自身利益的

一種方式。華商為保護自身利益而組織的早期業緣團

體中，會館的歷史最為悠久。澳門最早的會館是三街

會館，大約在明代末年已經出現。三街會館成立後，

“實無異於澳門總商會也⋯⋯亦即昔日澳中之華人總

機關也。”

三街會館雖然是一所商人會館，卻還不是一個近

代性社團，與許多傳統社團相同，它具備突出的廟宇

化特徵。三街會館供奉關帝為守護神——供奉行業祖

師為保護神是傳統行會組織的一個標誌性特徵。在商

人會館之外，澳門的其他手工業行會組織，如上架行

會館、工羨行會館與泥水行會館等早期工商性同業組

織都奉祀共同的祖師——魯班。上架行會館創建於清

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為澳門木藝業（做木行、搭

棚行、油漆行）的手工業行會組織。工羨行會館始建

鏡湖醫院奉旨建坊牌匾

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所建鏡湖醫院之正門舊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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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亡賑難團體的興盛與轉折

20世紀 30、40年代的中日戰爭期間，是澳門社

團發展的特殊階段。救亡賑難社團是戰時狀態下澳門

“中立區”社團發展的特殊形式，是民族主義社團的

一種變體形態。其活動以慈善賑濟為主，而不是直接

從事政治的或武裝的鬥爭。

1932年，闔澳華僑籌賑兵災會委員、職員合照留影

1941年，澳門婦女會發起為鏡湖醫院賣花籌款之頒獎典禮留影

“五．二九”工運

該次工運由一位非洲籍葡兵非禮一名華婦而引起。

1922年 5月 28日，途人見非籍葡兵非禮華婦而痛毆葡

兵，聞訊而至的葡警拘捕 3名華人青年，其中一名在事

發當夜被軍政署判罰監禁 12日。消息傳出後，群情激憤

的工人、坊眾湧往白眼塘警署，要求葡警放人。聯合總

工會就近在江南茶樓（白眼塘前地）設立臨時指揮部，

並派負責人與葡警交涉保釋事宜未果。次日，受澳葡當

局之命前來增援的葡兵對阻攔的人群開槍射擊，群眾死

傷者二百餘眾，造成震驚中外的血案。隨後，澳門華人

舉行罷工、罷市、罷課。工人與市民約 7萬人離澳避居

內地之前山、灣仔、南屏、石歧等處。是為澳門歷史上

著名的“五．二九”工運。

歷史小貼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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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的基本方式。居民住屋保障是街總長期關注的政策

議題。澳葡時期，街坊總會推動政府興建大量公共房

屋，解決了大批經濟困難家庭的居住問題。回歸後，

街坊總會推動特區政府制訂落實興建公共房屋計劃，

出台特別印花稅以抑制私樓炒風，同時，推動增加

公共房屋供應量，改革經濟房屋申請排序方式，為申

請社會房屋的居民訂定輪候期，加快申請入住社屋審

批，放寬申請家庭入息限制。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也

是澳門重要的民生議題，街坊總會長期持續推動政府

完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，以解決居民的後顧之憂。

經過多年努力，街總成功推動特區政府實施了“全

民供款、全民受保”措施，落實建立了中央公積金

制度。

街坊總會離島辦事處

附錄

一、回歸以來澳門社團發展與人口增長統計

年  份

社  團 人  口
社團密度 

（單位：‰）當年新增
社團

累積 
社團數

增長率 
（單位：%）

人數 
（單位：千人）

增長率 
（單位：%）

至 1999年
累計

– 1722 – 429.6 – 4.01

2000年 117 1839 +6.8 431.5 +0.4 4.26

2001年 149 1988 +8.1 436.3 +1.1 4.55

2002年 196 2184 +9.9 440.5 +1.0 4.96

2003年 146 2330 +6.7 446.7 +1.4 5.22

2004年 200 2530 +8.6 462.6 +3.6 5.47

2005年 232 2762 +9.2 484.3 +4.7 5.70

2006年 682 3444 +24.7 513.4 +6.0 6.71

2007年 275 3719 +8.0 538.1 +4.8 6.91

2008年 290 4009 +7.8 543.1 +0.9 7.99

2009年 398 4407 +9.9 533.3 -1.8 8.13

2010年 366 4773 +8.3 540.6 +1.4 8.64

2011年 369 5142 +7.7 557.4 +3.1 9.22

2012年 443 5585 +8.6 582.0 +4.4 9.68

2013年 427 6012 +7.6 607.5 +4.4 9.90

2014年 542 6554 +9.0 636.2 +4.7 10.30

2015年 578 7132 +8.8 646.8 +1.7 11.03

2016年 531 7663 +7.4 644.9 -0.3 11.90


